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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旅 融 合 活 力 倍 增
本报记者 张建军

伴随着发令枪响，半程马拉松选手近日

从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明城广场出发，途经

万亩稻田、高明河、盈香生态园等乡村振兴

示范点⋯⋯这是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激发

乡村高质量发展动能、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

展的一个缩影，也是高明将“美丽资源”向

“美丽经济”转换的探索。

高明区是中国低碳旅游示范区、国家生

态 文 明 建 设 示 范 区 ，市 域 森 林 覆 盖 率 约

60%。如今，一幅产业兴旺、景美人和、城乡

协调的图景正在高明大地上徐徐铺开⋯⋯

“稻马”出圈

微风拂过，放眼望去皆是金黄灿烂的

稻穗，跑友穿梭其中可惬意地感受南粤风

光⋯⋯近日，2023 佛山（高明）乡村半程马拉

松（以下简称“高明稻马”）开跑。

今年以来，全国各地举办了各式马拉松

赛事，“高明稻马”何以出圈？

“我经常到全国各地参加马拉松赛事，

一般都在城市里举行，跑步时，两边是高低

起伏的高楼大厦，几乎看不到自然风光，这

次氛围很不一样。”“高明稻马”冠军陈华威

说，万亩稻田赛段的粼粼波光与连绵不断的

金黄稻浪，令人印象十分深刻。

高明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仇艳

芳表示，“高明稻马”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

更是高明展现城市发展魅力的重要窗口。

稻马路线将高明河河堤与高明区乡村振兴

示范带的金色丰收精华段有机串联，让选手

在比赛中尽览佛山乡村振兴发展成果。

“万亩稻田”，是高明现代农业主产区之

一，也是佛山市重要的粮食产地、高明的产

业融合发展模范。集现代农业技术示范推

广、优质稻米加工展销、休闲农业观光、研学

教育于一体的万亩水稻公园，被成功创建为

第二批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推动高明农业

产业现代化迈出了新的步伐。

稻马、田野季、暑期研学⋯⋯依托粤港

澳大湾区少有的连片水稻田资源，高明积极

将农业与现代都市户外文化相结合，打造生

态休闲旅游产业，深化农文旅体多元融合，

把 高 明 的 农 业 资 源 优 势 转 化 为 产 业 发 展

优势。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高明共有 21 个在

建重大文旅项目，总投资额超 200 亿元。今

年 1 月份至 10 月份，高明区累计接待游客

1092.8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47.0 亿元，同

比分别增长 63.2%和 63.4%。

农旅融合

今年 6 月份，新绿色现代中药华南总部

项目在高明动工建设。该项目不仅是高明

近年招商引资中少见的现代中药项目，而且

投资额大，涉及三大产业。广东新绿色药业

科技有限公司厂长陈强表示，高明“六山一

水三分田”的地理特征与优良的自然环境非

常契合中草药生产制造企业对环境以及原

材料供应的高要求。

如今，绿色资源转化为经济价值的效应

正在高明不断显现。

放眼粤港澳大湾区，高明拥有“山水城

市中工业强、工业城市中生态好”的区域特

质，凭此比较优势，高明区将如何创造性地

实现“美丽资源”向“美丽经济”转换？

高明区委十三届六次全会提出，要发挥

农业“接二连三”作用，深入推进农业“万

亩千亩”工程，打造大湾区现代都市农

业综合示范区，同时发挥制造业对

农业的反向支撑作用，大力发展

农产品加工、预制菜等产业，以智能制造赋

能农业提质增效。

如今，在杨和镇沙水村，新广农牧公司

“5G+智慧养鸡”白羽肉鸡育种研发基地已

正式投产，实现了国内白羽肉鸡自主育种

“从 0 到 1”的突破；在更合镇吉田村，新时代

农民指尖轻点手机屏幕，无人机械便在智慧

农场上驰骋开垦；在明城镇崇步村，稻虾共

养的万亩稻田不仅是粮食产量的保证，同时

也是亲子娱乐、研学休闲的新选择。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今

年 3 月份，高明启动“2252”工程，即：做大做

优“合水粉葛”“三洲黑鹅”2 个地理标志品

牌，推动打造“高明食材”“高明美食”2 个区

域品牌；实施“粤菜师傅”“五个一百”工程，

打造“合水粉葛”“三洲黑鹅”2 个百亿级乡村

特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现代农业从种养加

工到餐饮终端一体化延伸升级。

合水粉葛是高明驰名的特色农产品，也

是佛山市首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产品远销

海内外。近年来，禾田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等农业龙头企业积极开展粉葛种植、深加

工研发等工作，葛根粉、葛根面、葛根曲奇、葛

根粉丝等产品接连上市，赢得了消费者的认

可，大大提升了合水粉葛的农产品品牌价值。

“高明正加快打造花卉、畜禽、渔业、粉

葛、丝苗米、智慧农业、预制菜以及农产品进

出口贸易八大产业集群，实现农文旅的深度

融合发展。”高明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邓卫华表示。

活力乡村

“明阳村越变越好了！现在游客多了，

我们的特色农产品、地方特色美食等也会迎

来更好的收入。”明阳村村民黄宗春说。高

明积极推动农业与旅游、文化、体育等融合

发展，通过农旅项目的兴起带旺乡村，激发

乡村活力，让乡村更美更富，也更有辨识度。

走进明阳村，青砖灰瓦的建筑、民居门

口的石碾、曲径通幽的巷道、简朴的革命先

驱故居映入眼帘。为讲好明阳红色故事，推

动红色旅游和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明阳村将

散落在村内的红色资源进行系统整合，并新

建、改建了红色书吧、红星影院、红星客栈、

明阳村史馆等红色文创项目，打造颜值、气

质兼备的红色历史文化游路径，形成了具有

明阳特色的红色历史文化街区。

不仅明阳村，近年来高明区还诞生了一

批“明星村”：石洲村、石水村、白洞村等，或

激活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或发挥绿水青山的

生态优势，或集中土地连片开发，迎来跨越

式发展。走进石洲村，旺林园艺花园、1922

农场部落、凌云花谷等农旅项目在石洲大道

旁错落分布，赏花、露营、研学等都能在这里

一站式体验；在石水村，广东远航酒业集团

有限公司绿色生态酿酒生产基地、广东皂峰

金花茶生态园、联丰现代农业生猪养殖基地

等一批项目纷纷进驻，为农村经济发展注入

了“源头活水”⋯⋯

“我们通过组织开展花卉露营基地、花

街美术等农旅活动，今年‘五一’‘十一’等节

假日期间吸引游客近 6 万人次，带动村内餐

饮、农家乐等产业创收。”石洲村党委书记、

村委会主任唐志源说，目前石洲村已拥有 10

余个花卉种植基地，逐步形成规模效应，土

地 租 金 从 450 元/亩 上 升 至 约 1500 元/亩 ，

2018 年 石 洲 村 集 体 经 济 收 入 是 900 万 元 ，

2022 年则增长至接近 2000 万元。

随着城乡品质的持续提升，越来越多的

文旅体活动选址高明。5 月 27 日，2023 年粤

港澳大湾区（佛山）户外运动季暨佛山市首

届户外生活大会启动仪式在高明区举行。

11 月 24 日至 26 日，2023 佛山市首届户外生

活大会在高明区美的鹭湖森林度假区举行，

是佛山首推“户外生活”概念打造的大湾区

最大规模和最高水准的户外生活体验活动，

成功吸引近百个国内外知名户外品牌入驻。

这个“睡眠小城”不一般
本报记者 童 政

用睡个好觉来吸引游客，广西蒙山县这

个梦想能照进现实吗？

蒙山县位于广西梧州市北部，古称永安

州，已有 2000 多年历史。一湾湄水穿城过，

半江画锦半江诗。蒙山县在湄江沿岸建设

了以生态湿地公园、丝绸文化主题公园和武

侠文化主题公园为重点的生态景观长廊，使

县城成为一个 4A 级景区。

白云如絮，山清水秀，妩媚动人的湄江两

岸，处处园林，移步换景目不暇接。作为国家

级生态示范区和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

园林县城，蒙山县将生态、文化有机融合。

走出县城，处处是绿色的山谷、茂密

的森林、碧绿的湖水。蒙山县森林覆盖

率达 82.87%，年平均气温 19.1℃，湿

度适宜，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被

称为“中国天然氧吧”。

优越的生态环境让蒙山

县成为长寿之乡。据 2021

年统计，全县百岁及以上老

人为 48 人，占户籍人口比

例远超中国老年学学会

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

定的标准。

诗画的自然山水、

丰 厚 的 人 文 景 观 ，为

睡 眠 康 养 提 供 了 天

然的条件。蒙山人也知道，自然条件再好，

还不足以让人大老远过来就为了睡一觉。

为此，围绕睡眠康养打造产业链，蒙山提出

了 3 个综合解决方案。

一是打响“深度好睡眠”品牌。蒙山县

毗邻对睡眠康养有着强大消费需求和能力

的粤港澳大湾区，有特别的区位优势。蒙山

县立足康养资源，大力推进大健康文旅综合

体、丝艺文化中心、“侠者风范”养生度假服

务区、武侠民宿等项目建设，打造了 9 条具

有历史文化气息的精品旅游线路。

玉梦冲“天书侠谷”是蒙山县睡眠康养

产业的拳头品牌。之所以是“侠谷”，是因为

蒙山县是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的故乡。2021

年底，上海一家企业投资 1 亿元推进景区开

发。“今年 9 月 29 日项目正式对外开放，国庆

节期间平均每天有 5000 人前来旅游休闲。”

蒙山县永安鑫泰文化旅游开发公司总经理

陆盛海对峡谷的开发充满了期待。

二是以养促眠。蒙山县依托全国基层中

医药先进单位的金字招牌和长坪、夏宜2个瑶

族乡的优势，积极打造医养结合新业态，发展

康养型居住、功效型定期疗养类项目，建设康

疗中心，加快完善医养结合的基础配套设施，

让康养者享受到热情专业的服务。

“中医瑶药与健康养生融合是蒙山的特

色服务。”蒙山县卫生健康局局长梁亿珍说，

蒙山县构建以县壮瑶医养生保健基地为龙

头，9 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骨干，78 个村卫

生室为基础的中医瑶药康复服务网，开展了

中药饮片、针灸、推拿、刮痧、拔罐、中医微创

中医药服务项目，系统解决睡眠中的问题。

三是推动“康养+”融合发展。迈步森

林，欣赏自然美景，呼吸着充满负离子的清

新空气，无疑有助于放松心情促进睡眠。但

影响睡眠的因素还有很多，蒙山围绕改善睡

眠做文章，进而延长睡眠康养产业链。

随着康养旅游的兴旺，蒙山的蜂蜜、笋

干、灵芝、茶油等生态农副产品也日益热

销。就拿蜂蜜来说，截至 2022 年底，蒙山从

事养蜂产业达 3000 人，蜂群达 18.8 万群，全

年蜂蜜产量 2607 吨，产值达 2 亿元。

蒙山发挥生态环境优势，建成长寿食品

加工园，打造粤港澳大湾区的“菜篮子”，出

产富硒米、水果玉米，桑蚕、生姜、茶叶等经

济作物，灵芝、砂仁、罗汉果等药食同源植

物，以及优质粮食果蔬 80 多种，既促进了乡

村振兴，又让远方来的客人吃好睡好购好。

为了让人们能睡好，蒙山还周到地生产

出一床床舒适的蚕丝被，使其成为“能带走

的好睡眠”。蒙山县强化桑蚕产业扶持，激

发桑蚕产业活力，目前织绸产能规模占了广

西的一半，成为中国西部地区茧丝绸织造加

工重要基地。

蒙山做了这 3 件事，努力的成效也看得

见 。 今 年 1 月 份 至 9 月 份 ，游 客 人 数 达

370.59 万人次，同比增长 43.43%。与全国各

地其他网红打卡地相比，蒙山并不显得热

闹，也正是这种恬静才让其成为一个睡好觉

的地方。然而，相对于丰富的资源，当前蒙

山的睡眠康养产业发展的空间依然很大。

如何让市场获知并认可“中国睡眠康养小

城”这块招牌，蒙山仍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在过去由于交通不便，到蒙山一趟很艰

难，导致外面的人对蒙山了解不多。如今，

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蒙山成为珠三角地区

连接大桂林旅游圈黄金线路的节点，与周边

城市高铁站、桂林两江国际机场形成 1.5 小

时交通圈。

为了借梁羽生武侠文化资源打出名气，

蒙山新打造了《侠女豪情》《七剑下天山》等

实景剧目，打造了独具特色的“天书侠谷”

“梁羽生公园”4A 级旅游景区，推动旅游产

业多元化发展。

梁羽生的名气能否带蒙山出圈，还需要

进一步观察。要让睡眠康养真正成为一项

产业，还得回归用户需求，增强用户体验，蒙

山正完善基础设施，挖掘自身特色，提升服

务质量，全力打造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康养

名县。让新创意成为新品牌，进而成为新产

业，期待蒙山能取得更大成功。

近年来，非遗文化和非遗产品正

从“深闺”走向大众。在淘宝、抖音等

电商平台中，非遗交易额与相关视频

播放量都有大幅增长。去年，淘宝平台

非遗店铺数较 2020 年增长 9.5%，仅抖

音上平均每天就有 1.9万场非遗直播。

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贵州

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遗资源，搭建

了完善的非遗人才政策支持体系，从传

统工艺振兴、生态文化圈打造、非遗与产

业融合等方向重点发力，非遗保护传承

工作取得长足进步并积累了宝贵经验。

开辟“非遗传习所”“非遗综合传习

中心”“非遗展览馆”等具有开放性和包

容性的非遗主题场馆，依托数字技术跨

时空交流呈现；探索“互联网+传统工

艺+在地就业+文化传承”的贵州实践，

大大拓展了贵州非遗传承的深度和广

度；大力发展“非遗+生活”“非遗+旅游”

等，让贵州非遗传承不断打破固有形态。

推动新时代非遗文化传承保护、助

力产业发展，贵州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深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积极

构建具有多彩贵州特色的非遗保护传承

体系。文化见证兴衰，非遗彰显魅力，让

闪烁在黔山秀水间的非遗珍宝真正从历

史中“走出来”，在生活中“活起来”，贵州

正从三方面发力。

一是处理好“三对”关系。在推动非

遗传承保护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保护

与生存、传承与发展、变现与增值”的关

系。通过在传统文化内核基础上进行的

现代活化，而非脱离民间性、草根性、传

统性进行的模仿和拼贴，既充分发挥了

非遗的经济属性，也没有为“出圈”而削

弱非遗的文化内涵，在经济效益、文化效

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中促进非遗可持续发展。

二是链接过去、现在和未来。非遗是链接过去与未来的“活

化石”。在非遗传承的实践中，既需要面向历史，守住非遗文化

的“根”和“魂”，也需要面向当下，积极寻找本地非遗中传统文化

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让非遗积极融入当下日常生活，还需要面

向未来，找准发力的方向和重点，更好地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

打通非遗过去、当下与未来互通联动的渠道，让非遗在保持原生

态本色的同时，充分彰显时代价值、经济价值。

三是合力推动非遗保护。推动非遗传承保护是一项系统

工程，需要凝聚政府、个人、社会组织等各方面力量。各级党

委、政府需要把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各级

非遗传承人需要坚守初心和匠心助推非遗活化。各地专职非

遗保护中心等组织需要充分发挥带动作用，稳步推进传统手

工艺传承人群培训，因地制宜推进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建设，合

力推动非遗保护传承不断朝着“遗产丰富、氛围浓厚、特色鲜

明、民众受益”的目标发展。

（作者单位：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国家治理现代化地方实践

智库）

守住非遗文化的根与魂

朱

丹

下 图 广 西 蒙 山 县

长 坪 瑶 族 乡 长 坪 村 坪 垌

自然村上空，白鹭翩翩。

黄胜林摄（中经视觉）

图① 位于广东省佛山市高明

区的美的鹭湖汽车营地。

谭杰才摄（中经视觉）

图② “跑友”用脚步检阅高明

实施“百千万工程”的发展成果。

冯 星摄（中经视觉）

①①
②②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万亩稻田生态旅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万亩稻田生态旅

游项目一角游项目一角。。 谭杰才谭杰才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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